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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确认识会议 

什么是会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对会议一词的解释是：有组织

有领导地商议事情的集会。据观察，当今世界，从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到一个单位的工作安排，

可以说都在进行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个单位，几乎都离不开

会议。会议，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实践活动，已成为解决问题、部署工作，从而推动工作的

重要手段。因此，作为党和政府的一张机关报，不报道会议是不现实的，也是失职的。 

二、 正确对待会议采访 

开会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当记者的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会议采访呢？ 

第一，要把参加会议当成便利的采访活动。 与有些西方国家的记者相比，我们国家的新闻工

作者有独特的优势获得采访会议的机会。有些西方国家的记者常常被会议主办者拒之门外。要

获得一个采访会议的机会，常常要打通关节，有的甚至还要交采访费。我们国家的记者，特别

是各级党政机关报的记者，本身就是党的工作者，有着极其便利的条件采访会议。会议通知、

请柬源源不断，有的会议主办单位甚至派车上门接请。 

第二，要把采访会议当成吃透上面精神的好机会。记者只有吃透上面的精神，才能做到全局在

胸。只有全局在胸，记者在基层采访时，才能有的放矢，抓住问题，捉到活鱼。就我们国家目

前政治生活和社会运作状况而言，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个时期的

重大变化，某项工作的进展和成就，某项问题的突出矛盾等，都会在不同的会议上传递交流。

所以说，采访会议是吃透上面精神的好机会。 

第三，要把采访会议当成发现新闻线索的好机会。会议是新闻线索的宝库。许多会议是一个地

方、一个行业、一个单位某个时期工作情况的总结，尤其是一些具有全局性的会议，往往比较

集中地汇集了各方的情况。会议的主持者、讲话者一般都是领导干部，他们掌握的情况多，且

准确度高；与会者一般来自于基层，了解基层的情况。所有这些，都为记者提供了获得新闻线

索的机会。记者在采访会议时，只要擦亮新闻的眼睛，是不难发现新闻线索的。如《我市早稻

米为何无人问津？》一稿，就是笔者从全市主要负责干部党风教育培训班上获得线索后采写

的。当时任常德市市长的张昌平在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到目前为目，我市的早稻米还未卖

出一粒，连对口支援粮食的地方也不来我市调粮了。”会后，笔者通过采访市粮食局、市农业

局、市种子公司的有关领导及张昌平同志，写出了此稿。这条稿件获得了《常德日报》1997年

月度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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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报道的现状 

也许是采访会议太便利了的缘故，目前报纸上纯会议报道太多。从大报到小报，几乎每天的报

纸上都有纯会议报道，特别是要闻版有时被纯会议报道占据了一大半，成了“大会堂”。 

这里所说的纯会议报道是指写会议程式的新闻。这种纯会议报道的腔调一般是这样的：某某会

议于某月某日在某地召开，领导某某、某某出席；某某领导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

出，他进一步指出，他最后强调指出；会议认真学习了什么，深入讨论了什么；这是一个重要

的会议，这是一个成功的会议，等等。 

这种纯会议报道，记者写起来的确很轻松，但编辑处理起来就很头痛，读者不愿看，会议的主

办者和参加会议的领导也不满意。这种纯会议报道达不到最佳宣传效果，必须改革。 

四、 改进会议报道的方法会议报道出现程式化的原因虽然有多种，但主要原因在于记者没有

用新闻价值这杆秤去衡量会议。记者的天职是采写新闻。会议本身一般是谈不上什么新闻的。

开会不写会，写会议中的新闻。这是长期以来新闻工作者对会议报道的经验总结。这里介绍三

种改进会议报道的方法： 

1．跳出会议程序抓新闻。新闻是写给群众看的，并不是仅仅写给会议主持者、参加者看的。

记者要从会议中比较、选择出群众最感兴趣、最值得宣传的事实，跳出会议程序抓新闻，而不

是浮光掠影停留在会议程序的表层上。会议谁主持、谁出席、有几项议程、场面怎样，这些表

层的东西虽然是会议构成要素，但一般不是群众关注的重点。记者要从宠杂的会议内容中捕捉

新闻。在国内外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新华社1978年11月15日

播发），就是新华社记者跳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议程和程序抓出来的好新闻。  

2．从领导讲稿以外的声音中抓新闻。眼下许多会议讲话、发言、报告，空话套话多，总体看

没有多少新意。其实，许多新鲜材料、好的新闻角度及思路，出在会议报告人、发言者离开讲

稿的插话或者题外话之中。如，1997年4月20日，中共常德市委召开二届七次全会，讨论通过

推选出席省党代会党代表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市委第三次党代会的决议。常德市委书记吴定宪在

会议快要结束时，很气愤地讲了一个与会议内容没有多大联系的事。他说，常德市目前存在着

领导干部跑官要官的现象。《常德日报》记者及时抓住这一点，以《吴定宪痛斥跑官要官者》

为题进行了报道。显而易见，要采写出这类报道，记者必须做到自始自终参加会议，并认真做

好记录。如果退到早退或者心不在焉，是难抓到这类新闻的。  

3．挖掘出会议本身的精髓。有些会议的确挖掘不出叫得响的新闻，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也要

开动脑筋挖掘出会议本身的精髓。如1999年3月11日，《常德日报》头版刊登的一条关于全市

组织工作的会议消息就是如此。消息从标题到导语和主体部分都未出现领导人的名字，没有出

现某某指出、某某强调一类的词。其实，参加这次会议的市领导有6位，且都在会上讲了话。

这条消息的标题是：全市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眉题） 班子建设落实四项制度 干部制度推进四

项改革（主题）。消息的导语是这样写的：本报讯 我市领导班子建设将建立、落实四项制

度，干部制度将推进四项改革。这是记者从3月8日召开的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获悉的。消息的

主体则诠释了四项制度和四项改革的内容。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日报社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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